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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普编辑专业化与专业编辑科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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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科普期刊和专业期刊的差异与联系，二者要取长
补短、相互为用，共同担负传播科学知识的使命。科普和专业

是相对的，在传播学上各有其优缺点，二者需要有机地结合起

来。同时，编辑要改变心智模式，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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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科技期刊达５０００多种，按照受众的不同
大致分为２大类，即专业期刊和科普期刊。前者的受
众往往局限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少数人群，故被归

为“小众媒体”，而后者的受众为普通群众，故在传播

学上被归为“大众媒体”；但不论是专业期刊还是科普

期刊，在提高国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方面都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新发现、新科技成果与普通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然而，大部分专业期刊极强的学术性和行文

风格，却让科技蒙上了“艰深晦涩、遥不可及”的神秘

面纱，另一方面，科普期刊缺乏对于科技进展的关注和

敏感度，编辑缺乏专业知识和素质，甚至过度追求市场

化，结果所提供的科技信息往往语焉不详、前后矛盾

……

本文利用传播学和信息论的理论，结合“以人为

本”的理念，通过分析目前科技期刊信息传播模式［１］

中不利于“科学知识传播”的种种表现，提出科普期刊

和专业期刊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科普编辑专业化

与专业编辑科普化是信息化社会的大势所趋的观点，

以与同人共同探讨。

１　科技期刊信息的传播模式及编辑的作用

　　关于科技期刊传播模式研究的文献多是基于大众
传播学理论来分析科技期刊的传播规律的，一般认为：

作者是传播的枢纽，编辑的选择是传播的一个环

节［２］，科技期刊的传播过程包括科技期刊、作者、读者

及环境４大部分。“作者—科技期刊—读者”三位一
体是科技期刊传播系统的主体结构，组成传播系统的

３大要素［３］。

信息的定义在我国报刊上竟有３０多种［４］。这里

我们采用信息论之父———ＣｌａｕｄｅＥｌｗｏｏｄＳｈａｎｎｏｎ的定
义，即“信息是二次不定性之差”。不定性就是对事物

认识不清楚、不知道。信息就是消除人们认识上的不

确定性［５］。科技期刊所传播的信息就是为了消除受

众对于“科学”的不确定性。

由信息传播的基本原理可知，信息的传播过程可

以分为信源、信宿和信道［１，４，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

信息，科技期刊是学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是信

源［５］。科技期刊的传播，其核心是信息的传播，是围

绕着科研信息（论文、专著或评论）而展开的。读者就

是信宿。期刊就是信道。

编辑在信源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编辑对接收或采

集到的论文进行精加工，目的在于有效传播［２］。有效

传播就是达到传播信息的质量保真和数量饱和，然而，

任何一种传播模式都难以避免“噪声”的干扰。编辑

的责任，就是根据读者（信宿）的要求及期刊（信道）的

特点，对作者（信源）发出的信息进行最佳组合，降低

乃至消除“噪声”，实现有效传播的目的。

那种认为“编辑部起着连接信源与信宿的作用，

类似对信源发生的信息进行转换加工的发射器”［７］的

观点，至少是忽视了编辑加工（包括借同行专家提出

的修改意见）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

编辑的心智模式对于编辑风格和文章质量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心智模式影响着我们所“看见”的

事物［８］。具有不同心智模式的编辑观察相同的事件，

会有不同的描述，因为他们看到的重点不同。正如认

知心理学所说的，我们做了选择性的观察［９］，即使在

理论上应该是最“客观”的科学家，也无法绝对客观地

观察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说：“我们的理论决定了观

测的结果。”［８］编辑的心智模式决定了他如何看待一

篇稿件是否有意义，也决定了他所采取的编辑风

格———这也就决定了他采取何种形式让“信息”获得

更大、更广泛的传播；因此，科技期刊的编辑应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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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变固有的心智模式，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刊物顺应

潮流、与时俱进。美国著名的媒体经营专家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在著名的彼得森定律（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１０］

中，也提到“一本成功的杂志……是主导人个人风格

的反映，且必须依据读者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２　科普和专业的相对性

　　科技期刊的编辑，只有正确理解科普与专业之间
的关系，才能真正发挥其促进有效传播的作用。

２１　科普传播和专业传播各自的特点　信息传播中，
对于同一个名词，专业解释和科普解释各具优势。比

如“心绞痛”，专业的解释是：心绞痛是指冠状动脉急

性供血不足导致心肌出现暂时性缺血、缺氧所诱发的

发作性胸痛［１１］；而科普的解释［１２］是：心脏就像自来水

厂，源源不断地向全身供应血液，而冠状动脉就像自来

水厂本身的水管，为保证水厂正常运行提供能量。如

果冠状动脉狭窄，能量提供不足，“水厂”就无法保证

正常的运作，就会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诱发胸痛，这便

是心脏发出的警告信号———心绞痛……

可以看出，专业传播和科普传播各有其优势和劣

势：专业传播准确性高、精确性高，但是深奥、难懂、传

播范围窄；科普传播趣味盎然、浅显易懂，但较难深入

地解释事物的原理和理论。专业和科普传播是可以互

相借鉴，互为补充的。专业可以让科普更具科学性和

权威性，科普能让专业变得“好看”———生动、容易理

解，让人感兴趣，给人启迪和教益。某些情况下，科普

也是可以用在专业上面的。比如说《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的一篇文章《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回顾了
２００６年１０大科学进展，文章采用的就是科普的写作
手法［１３］。

２２　科普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是相对的概念　科普和
专业不是截然分开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近代物理

的奠基理论之一，绝大部分专家，包括理论物理专家，

也是通过科普图书了解相对论的，而中小学生，相对论

也有针对他们的版本。

“专家”也仅仅是自己行业或学科内的专家，其他

的行业对于他们而言就属于“科普”的范畴了。比如

说，对心脏外科医生而言，心外科就是他的专业，但是

骨外、手外他就不是专家了。对于读者，我们《家庭医

生》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但是对于真正的医学专家，我

们的知识却是科普。

很多专业人士的外围知识是通过阅读科普期刊获

得的。２００３年的读者调查中，《家庭医生》的读者不仅
包含不懂医学常识的普通人群，很多专业人员（比例

达１７％）如医生也从这本杂志中获得其非相关专科的

最新进展和知识，如果他们需要进一步、更加深入地了

解，他们就会再求助于专业期刊。

２３　科普期刊和专业期刊是相辅相成的　在科普期
刊和专业期刊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是向公众传播科学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让公众了解科技

进展的主要渠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普通群

众越来越关注科技信息。只有通过科普期刊等大众媒

体，专业期刊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在提高自身影响力

的同时帮助科学家获得公众的支持。科普期刊对于专

业期刊而言，如同一座桥梁，帮助专业期刊与普通大众

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２００６年第５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
展研讨会期间举办的“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专题讨论

会”上，英国自然出版集团董事、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分

公司首席执行官 ＤａｖｉｄＳｗｉｎｂａｎｋｓ发言说：“《自然》杂
志自１８６９年创刊以后，就把沟通大众传媒看作是非常
重要的宗旨和使命，因为这关系到把更多的科学成果

让更多的人理解，得到大众的认可，并用于日常生活。

大众媒体的报道能使大家更加关注科学性的文章，进

一步促进了专业期刊或文章的传播。对一些热点论文

的调查显示：借助大众传媒，这些论文被其他科学引用

的概率将会提高７０％。”
《细胞》杂志也强调：不是只有科学家才需要了解

科学。对大众宣传一些科技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了

解最新的科学成果，对整个社会来说大有裨益，对出版

机构来说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爱思唯尔出版

公司旗下著名的《细胞》和《柳叶刀》杂志都有自己的

新闻稿发布系统。整个爱思唯尔集团会制作每月一期

的《ＮｅｗｓＦｌａｓｈ》，把它提供给科学新闻工作者，里面的
热点文章大概有１０～２５篇，每次集中于不同的专题，
并且每期的《ＮｅｗｓＦｌａｓｈ》都会翻译成中文，方便中国
读者阅读。

在科学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科普期刊和专业期刊

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这个过程应该也必须首先

从各自的编辑开始。

３　科普编辑专业化

３１　科普期刊存在的问题　一是有关研究成果缺乏
准确的时间和数据，经常会出现所谓的“有研究证明”

“近期”“最近”“相关”等含混不清的词语；二是科学

术语不规范，前后文不一致，比如用“肝昏迷”代替“肝

性脑病”，前文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文却变成

了“高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

３２　科普编辑怎样专业化　“科普编辑专业化”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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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教师专业化”。过去要求教育工作者既是“学科

知识方面的专家”，又是“学科教学和教育知识方面的

专家”［１４］，实践证明这是不科学的，因为鱼与熊掌很难

兼得。科学的理解应该是教师既是“学科知识方面的

应用专家”，又是“学科教学和教育知识方面的专家”。

关键就是“应用”这个词。对编辑的要求与对教师的

要求基本一样，只是教师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而编

辑则更多的是通过“文字”来传播知识的。具体说来，

科普编辑专业化有以下几条途径：

１）加强自身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
２）主动与专业期刊建立密切联系；
３）学习专业期刊的编辑方法和行文风格；
４）借鉴专业期刊严谨的审稿流程等。

４　专业编辑科普化

４１　专业期刊存在的问题　一是长句过长、晦涩难
懂、不通顺。二是图表设计不科学、不规范［１５］。

４２　专业编辑怎样科普化　“专业编辑科普化”的核
心就是灵活地运用科普的表现方法来传播专业知识。

科普的表现手法会使“专业”如虎添翼。科普的表现

手法可以多种多样，广告学、心理学、营销学、传销学等

观念都可以为科普所用。通过这些观念可以使深奥的

科学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使本来比较枯燥的内容变得

生动有趣。比如，科普文章中可以加入快速导读、图片

等等，也可以应用广告学让文章变得赏心悦目，更吸引

人。如果说“专业”是一个战士，这些科普的表现手法

就像各种先进的装备武器，没有这些手段，“专业”就

只是一个拿着长矛的小兵。专业期刊要学习科普期刊

的表现方法，这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具体说来，专业编

辑的科普化可以采用如下几种形式：

１）首先是改变心智模式；
２）采用灵活的排版方式，改变过去“死气沉沉”的

刻板做法；

３）用一些篇幅刊登展望、综述、讲评、导语、编者
按，并应该尽量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文字，以利于信

息传播；

４）建立自己的网站，加强与普通大众的沟通；
５）定期发送《ｎｅｗｓｆｌａｓｈ》等科技新闻稿，密切与大

众媒体的联系；

６）在专业期刊中开发出一定的版面，采用科普的
写法，吸引一些普通大众。

５　结语和启示

　　出版科技期刊的目的是传播科学信息，科技期刊

编辑出版者应当将自己定位于“科学信息的传播者和

把关人”［１６］。如果能够这样定位，那么，科技期刊的编

辑出版工作者就应当积极主动地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手段，改造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模式，改进科学信息传

播的方式。

科普期刊和专业期刊负有共同的责任。它们的区

别只在传播的阶段、传播的工具等方面的不同，两者都

是在传播科学知识，都要求传播内容的正确与科学。

专业期刊要多学习科普期刊的表现手法，科普期刊要

多关注专业期刊的新成果的报道，学习专业期刊的某

些表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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